
 

 1 

江南水乡古桥文化景观空间 

解译与特色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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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桥是江南水乡的核心标志和独特魅力所在。基于浙江省绍兴市安昌古镇的实地调研，梳理其古桥

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并从空间分布、形态、构成及文化传承 4个方面挖掘其核心特色与价值。随机选取 150名游

客进行问卷访谈，通过魅力感知、拍照意愿、满意度评价 3个方面调查数据，对比剖析古桥文化景观空间的重要性

和特殊性。结果显示，游客普遍认为古桥是安昌古镇最具魅力场所、最适合拍照景点、满意度最高地点。古桥文化

景观空间的解译与认知，能够为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发展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与支撑。 

【关键词】：江南水乡 文化景观 空间认知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江南水乡古镇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传承着该地区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对

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古桥是江南水乡文化景观的核心标志之一，也是构成水乡独特魅力

的重要因素。由于灵秀的形态造型、精湛的建筑工艺以及诗词歌赋的传颂，古桥成为承载浓厚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不

仅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基础，更是江南水乡历史文化信息的空间载体，对于了解地方文化与民风习俗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古桥文化景观的空间解译与认知，将有助于深入挖掘江南水乡古镇的特色与魅力，进一步提升江南水乡地区的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 

1 江南水乡古桥的基本特征 

在江南水乡，家家临水枕河，户户近桥通舟。迥然不同的桥梁，打破了单调的平坦空间，将远山近水衬托得柔和优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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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和陆地紧密相连，大大增加了古镇聚落的可识别性。目前，关于水乡古桥的相关研究已广泛开展。其中，钟嘉梅以吴江区

安民桥为例，探索大运河古桥的文化特色与景观营造；李凯文对荡口古镇勘察和考证基础上，探寻古桥的修复设计；胡梦漪通

过古桥周边的建筑功能、植物景观的优化提升，以及古桥历史文化挖掘等来促进古桥石作艺术与景观资源的融合与开发；孙荣

华系统深入研究了德清古桥梁的类型与结构，以及文化与历史特点。 

研究显示，江南水乡古桥以造型秀美、结构巧妙、建造精良等著称，但由于地理环境、水文气候、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影响，

其在形式、类型、用材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各具特色。因河道、地势、位置、功能的差异，古桥平面布局有曲折、弧形、直线、

斜体等不同形态，在功能上有拉牵纤道桥、水闸水渠综合桥、住宅引桥，并呈现出建庙、建屋、建亭、建廊等多种附加形态。

古桥以石材为主，其中石梁桥、石拱桥居多，并呈现单孔、三孔、五孔、七孔等多种形式，而桥墩又分为排柱、砌墩两种。古

桥名字多代表吉祥、平安之意，如普安桥、永寿桥、吉利桥等，并可细分为表彰类、纪事类、抒情类、写景类、纪念类、神话

类等不同类型，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深刻的寓意。古桥建筑工艺上突出“精、细、雅、洁”的价值取向，注重古朴逸秀的桥

梁形式、传神精致的石刻桥栏，并出现了记述史实、描绘景色、借景抒情的各类桥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成为江南水乡文

化的亮点。 

2 绍兴安昌古镇的古桥文化景观空间解译 

安昌古镇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境内，是著名的水乡古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及密集的水网河

道，造就了丰富的古桥文化与景观。古桥不仅联结河流两岸交通，更是道路汇聚的节点，成为水乡古镇的重要公共空间；其独

特造型与高低起伏变化凸显了古镇景观的水平延展，并传承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总之，古桥是安昌古镇重要的标志性文化

景观，并成为其核心魅力与特色的体现。 

本文对安昌古镇核心保护区内古桥进行了实地踏勘与问卷访谈，集中在安华公路、盐苍路及环镇北路的围合区域。调研发

现，安昌古镇桥梁形态各异、文化景观属性浓厚，并在空间分布、形态、构成、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 

2.1古桥的空间分布 

安昌古镇核心区内有安昌河、竹塌江、陈家娄、西横湖、徐家娄、彭家娄、东横湖、东江、蒋家娄、直江等九条水系。主

河道安昌河（又称安昌街河）为东西走向，其他支流河道则垂直于主河道呈南北向布局。依托各类河道，核心区内共建有桥梁

三十余处，其空间分布与河网形态相匹配，呈现“鱼骨状”。其中，主河道安昌河及竹塌江上分布古桥数量最多，共 17座，占

调查总量的 50%，从东至西分别为高桥、水阁桥、颖安桥、寺桥、宏市桥、魏公桥、瑞安桥、安吉桥、利市桥、益市桥、新安桥、

庆安桥、广济桥、宁安桥、清风第一桥、清墩江桥和金家桥。这些古桥大都历史悠久，其中唐代 1 座、元代 1 座、明代 6 座、

清代 5 座，有平梁桥也有拱形桥，有单孔桥也有多孔桥。其中，单孔平梁桥有清风桥、庆安桥、新安桥、三板桥，多孔平梁桥

有宁安桥、普兰桥，单孔拱形桥有广济桥、弘治桥、中南桥等，以及现代砖石桥如水阁桥、安昌桥等。此外，西横湖上分布有

西横湖桥等 2座桥梁，徐家娄上分布有文星桥、锦丝桥 2座桥梁，彭家娄上有普兰桥等 2座桥梁，东横湖上有横桥等 5座桥梁，

直江上有中南桥等 2 座桥梁，东江上有振华桥等 2座桥梁，蒋家娄上则分布有高桥等 2 座桥梁（见图 1）。由于古桥数量众多且

分布广泛，形成了“水乡古镇处处河，东西南北步步桥”、“三里十七桥，隔桥便是景”的民间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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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安昌古镇核心区古桥分布图 

（图片来源：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2.2古桥的空间形态 

安昌古桥千姿百态，“拱、梁、亭”各具特色。按照梁的类型可分为平梁桥和拱形桥，如条石铺筑的梁桥、状如弓形的弧

桥、形如满月的洞桥；按照桥洞的数量又可分单孔桥与多孔桥。核心区主要河道上，平梁桥 10 座，拱形桥 11 座。其中单孔平

梁桥 8 座，主要建于元明清时代，桥梁风貌古老厚重，如瑞安桥、高桥；多孔平梁桥 2 座，为宁安桥和普兰桥；单孔拱形桥 7

座，桥梁主体均保存较好，如广济桥、安吉桥；多孔拱形桥 4座，一般跨度较大，如水阁桥、阳明桥。 

梁桥两侧的桥墩，一般由块石错缝砌筑，其上纵向直铺两块微呈拱形的梁为桥面，多用独块石料凿成，上面刻有桥梁名称，

且两端望柱等构件上常镌刻有花卉、蔓草、荷叶、荷莲图案等植物花纹，以及云纹、如意等其他图案。其中，多孔石梁桥的桥

墩多是排柱形式，一方面比较美观，另一方面也便于泄洪，适合绍兴水乡的地理环境特征。拱桥的拱券形状大多呈半圆形，拱

顶一般较薄，使拱券显得高敞和宽阔，如西横湖桥和颖安桥。由于拱顶体积一般较小，使用薄拱技术建造的桥梁，可以节省更

多的石材和人工费用。这些拱桥特征，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个时期绍兴水乡地区薄拱技术已较为成熟与普遍。 

2.3古桥的空间构成 

安昌古桥上多建有不同类型的桥饰、桥联、雕塑，是构成古桥文化景观魅力的重要因素。古桥桥饰特别强调艺术性，并承

载了历代文人雅士的丰厚历史印记和无数能工巧匠的精美技术沉淀。其中，桥饰中最为常见的是桥栏，通常由桥栏板、望柱和

抱鼓组成，且上面往往有多种石雕造型和图案装饰，如龙、狮、麒麟、鲤鱼以及花草纹样等，反映了水乡安昌的民风民俗。如

利市桥抱鼓石与栏板有骑马铁攀相连，上有花草舒卷纹样，望柱上有狮子雕饰，梁石侧旁镌刻桥名和建筑年月；而颖安桥栏板

上有浮云松鹤、双鲤盘嬉雕琢。在桥联方面，颖安桥抱对刻有“圆月彩虹状石桥胜景，长街小河呈水乡秀姿。碧水贯街泽两岸

居民，清风沐人宜四方游客”，联语将古桥及周边景致描述的生灵活现；而其他廊桥柱联也有“涂山雄峙留禹迹，女娇候夫吟

绝唱；大明弘治开街市，盛唐乾宁名安昌”等诗词。 

2.4古桥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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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古镇河道与石桥纵横交错，演绎形成了众多与桥相关的民俗文化，如当地水乡人家嫁女儿时，花轿都要走过福禄、万

安、如意这三座桥，俗称过桥，以示吉利。水乡古桥同时承载着诸多久远而珍贵的事件传说，镌刻着浓郁的历史记忆与情怀，

构成了安昌古镇最具魅力特色的文化景观。如“追怀宋高宗徒步过桥往事”的高桥，“承载王氏大族占席之地广泛等历史轶事”

的王家桥、“记录安康教寺发展演变”的寺桥、“纪念瑞福生为街河两岸人们筹措资金建桥”的瑞安桥、“印证了金家庵历史”

的金家桥。 

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一样，在安昌古镇人们把造桥视为最大的功德，大部分的桥名都包含有“安”、“吉”、“昌”、“利”、

“济”等吉祥词汇。如“保安昌永远平安之意”的永安桥、“寓安乐吉祥之意”的安吉桥、“利于集市兴盛”的利市桥、取佛

教“广慈济世”之谚的广济桥，以及以佛寺为名的寺桥、以绅商之姓为名的魏公桥等。桥名连同古桥本身构成了富地域有特色

的文化景观遗产，承载着古镇悠久历史底蕴和居民生活习俗。 

3 基于游客视角的古桥文化景观空间认知与评价 

基于文献查阅及资料梳理，制定适于安昌古镇的游客认知调查，包括开放式问卷与引导式问卷两部分。开放式问卷包含两

个问题：安昌古镇最具魅力的场所空间或元素是什么（多填）、安昌古镇最适合拍照地点在哪里（单填）。引导式问卷是指针对

特色商业长廊、滨河青石板步道、幽深青石街巷、传统风貌民宅、古桥景观、特色风貌建筑群落、古井古塘、水埠空间等 8 类

特定文化景观空间，进行游客满意度问卷调查，包括非常满意（5 分）、满意（4 分）、一般（3 分）、不满意（2 分）、非常不满

意（1分）五个等级。本次调研在安昌古镇核心区内随机选取 150名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35份。调查统计显示，

在大部分游客认知中，古桥文化景观是安昌古镇最具魅力的场所、最适合拍照的景点、满意度最高的地方。 

3.1古桥文化景观是安昌古镇最具魅力的场所 

基于开放式问卷“安昌古镇最具魅力（特色）的场所空间（多填）”调查显示，大部分游客认为滨河水埠空间、特色商业

长廊、传统店铺作坊、传统风貌民宅、风韵古桥、古牌坊古大门、幽深青石巷弄、滨河青石板步道、特色风貌建筑等 9 类场所

空间能够反映安昌古镇的魅力与特色。其中，58.33%的游客认为古桥是其中最有特色的，比重最高；其次是由石雕馆、师爷馆、

穗康钱庄、中国银行旧址、城隍殿等构成的特色风貌建筑群落，约有 44.17%的游客认为其最具魅力；而传统店铺作坊、滨河青

石步道、特色商业长廊、传统风貌民宅、幽深青石街巷、滨河水埠空间、古牌坊古大门等其他场所空间也有一定特色，但所占

比重依次降低，分别为 40.00%、31.67%、31.67%、25.83%、23.33%、20.00%、15.00%。由此可见，在大部分游客心目中，能够

反映安昌古镇特色的文化景观有很多，但古桥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吸引游客的最大亮点（见图 2）。 

3.2古桥文化景观是安昌古镇最适合拍照的景点 

基于开放式问卷“安昌古镇最适合拍照的地点（单填）”调查显示，48.25%的游客认为最适合拍照的地方是古桥，比重遥

遥领先于其他场所空间；紧随其后的是河道和街巷空间，持此观点的游客约 14.04%和 10.53%。而认可特色风貌建筑、水埠空间、

传统店铺作坊、古牌坊门口、乌篷船的游客比重较低，均在 10%以下，分别为 8.77%、7.02%、4.39%、4.39%、2.63%（见图 3）。

可见，在大部分游客心目中，古桥是最适于驻足和拍照留念的景点，代表水乡古镇的特色风貌意象。这不仅与古桥自身的空间

形态、构成及文化载体作用密切相关，也与其作为关键节点和枢纽通道的位置属性息息相关。古桥联结了人、水、船、建筑等

众多水乡元素，无论在视觉冲击、物质载体、交通互动，还是在文化传承、生活延续等方面均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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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最具魅力场所的问卷调查 

（图片来源：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图 3最适合拍照场所的问卷调查 

（图片来源：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3.3古桥文化景观是安昌古镇满意度评价最高的地方 

基于引导式问卷“安昌古镇各类文化景观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显示，游客对传统风貌民宅、古桥景观、古井古塘、水埠空

间等 8 类特定文化景观空间的满意度评价，总体上都比较高（见图 4）。按照非常满意（5 分）、满意（4 分）、一般（3 分）、不

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五个等级的评价标准，古桥文化景观平均满意度最高，得分 4.10分；其次为滨河青石步道景

观，得分为 3.84分。其他类型的文化景观空间得分紧随其后，其中幽深青石街巷约 3.78分、古镇河道景观约 3.74分、沿街店

铺作坊约 3.67分、特色商业长廊约 3.61分、特色风貌建筑约 3.59分、传统风貌民宅约 3.46分、古井古塘为 3.39分。具体到

古桥满意度结果的分布情况，整体上以满意（占比 41.67%）和非常满意（占比 35.83%）两个选项为主，也有个别游客选择了不

满意（占比 3.33%），但尚无游客选择非常不满意（见图 5）。满意度调查结果与前面两项调查结果高度一致，三者相互支撑与印

证，进一步凸显了古桥文化景观的魅力与特色，也是游客认知度最高的关键所在。因此，古桥文化景观对于安昌古镇历史文化

风貌展现以及未来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其核心特色也显得更为迫切。 



 

 6 

 

图 4典型文化景观空间的满意度问卷调查 

（图片来源：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图 5古桥文化景观空间的满意度结果分布 

（图片来源：根据调研资料绘制） 

4 结语 

江南水乡古桥极富诗情画意，代表着传统理念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在中国历史城镇和建筑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随着时间流逝，古桥营造技术价值或许会逐步减弱，但其文化历史和社会精神仍会不断传承，文化景观属性将成为古桥的核心

价值所在。而安昌古镇的石桥，无疑是中国江南水乡地区古桥梁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水乡古桥文化

景观的风格和特点，也真实记录了吴越地区与古桥梁相关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等。然而，随着商业化、旅游化的过度发展，

以安昌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地区古建筑、古桥等文化景观空间存在着更迭剧变、功能置换等问题，原有的文化韵味和空间特

色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与挑战。因此，水乡古镇文化景观急需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以期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传承及发展

利用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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